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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新主流大片”发展

过程中，香港电影人“北上”是一个

很重要的现实推动力，主旋律商业

化、类型电影主旋律化，抑或艺术电

影的商业化主旋律化，都分别有诸

如《建军大业》、《中国机长》；《十月

围城》、《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

动》、《红海行动》、《烈火英雄》；《中

国合伙人》、《夺冠》、《黄金时代》、

《明月几时有》这样的案例。职业精

神、类型经验、工业化生产的手艺和

工艺乃至处理主流价值观和主流观

众关系的能力成为其核心竞争力。

这其中，林超贤导演的《湄公河

行动》、《红海行动》取得了巨大成

功，这让他的“行动三部曲“的最后

一部《紧急救援》也很受观众和市场

的期待。同时，由于疫情原因，“紧

急救援”这次缓缓而来，比原计划晚

了几乎一整年登陆院线，在集聚了

这 种 期 待 的 同 时 ，也 增 添 了 一 丝

“再而衰，三而竭”的担心。

客观说，成功的前作确实会形

成 一 种“ 范 式 ”，影 响 后 来 者 的 创

作 。 对 市 场 和 观 众 的 惯 性 期 待 与

审美疲劳之间平衡度的把握，或者

说“范式演进”的状态，很大程度上

决 定 了 系 列 作 品 或 者 续 集 作 品 的

成败。“新主流大片”所谓的惯性也

就 是 范 式 建 立 和 发 挥 有 效 性 的 过

程。

具体到林超贤导演的作品，这

样的范式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内涵；维

护国家安全与利益、彰显正面积极

的国家形象、凸显国族文化自信的

题材和主题；高投资高工业水准制

作；类型化的情节与故事，所谓军

事题材动作片，走出“演习”，走向

“实战”；特别是在“国族”和“个体”

两个层面之间建构一个“职业”的

空间，从警察到军人，把职业精神

和 职 业 能 力 的 展 现 既 当 作 是 银 幕

吸引力的载体，也作为联通普通人

和 英 雄 的 桥 梁 ；着 力 呈 现 战 斗 细

节，注重人物和环境的真实性逼真

感，把战斗的残酷性甚至是“暴力

感”控制在正面价值观的规训范围

内。

《紧急救援》在这样的惯性下很

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些新的延续、探索

和突破。首先是题材从军事领域转

移到“亚军事”的职业领域，从“公安

部”、“海军”到“交通部”的变化，带

来的是类型的调整：不再有人格化的

“敌人”，“敌人”从价值判断的“反

面”，变成了“中性”的灾难，从而“军

事动作片”转变为“灾难动作片”。

同时，故事的主人公是系统化

职业化的紧急救援专业队伍，其在

灾难和受难者之间的位置决定了其

行为方式和逻辑不是救灾，而是“在

灾难中救人”，是目的明确的主动出

击而非全面应对的被动承受，这又

使其不同于一般的“灾难片”，保留

了“军事营救”的色彩，有具体营救

的人，不仅仅是对抗“非人格化”的

灾难。敌人是非人格化的灾难，救

援对象是具体的人，这一虚一实的

变化中，开拓了中国当代电影的一

个新的题材空间和类型范式。

面 对 新 题 材 新 类 型 ，《紧 急 救

援》也很有意识地采取了新策略：

其一，可谓“文武之道，一张一

弛”。四场救援的“武戏”，第一场

海上油井平台是预演，交代人物与

一般世界状况，以及干扰事件。后

面三场“河谷翻落卡车”、“海上迫

降飞机”、“海上失事油”轮力度递

进，渐次高潮。同时家庭生活与灾

难场景、动作场面结合交替。父子

亲情，浪漫爱情，职业生活和家庭

生活中的柴米油（温情）与屎尿屁

（情趣），加上童真童趣（萌趣），这

些“文戏”力图建构起丰富的生活

气息。特别是，个人生活中的灾难

（孩子的病痛）与职业环境的灾难

也 形 成 了 相 互 撕 扯 的 戏 剧 张 力 与

彼 此 呼 应 的 情 感 共 鸣 。 这 些 不 仅

能调叙事节奏，也可见人文情怀。

其二，可谓“问人不问马”。几

场 硬 核 的 救 援 戏 采 取 了 真 实 还 原

基础上的“奇观化”处理策略，而且

这些奇观化是追求独特性的“第一

次”效果的。若干救援场面和动作

细节都具有开拓性，特别是河谷卡

车 和 油 轮 火 灾 爆 炸 后 主 人 公 海 中

求生的段落，着实可以在中国电影

史 中 留 下 重 要 的 一 笔 。 对 灾 难 和

环境的极致性的呈现，某种程度上

基于在灾难中“问人不问马”的文

化集体心理。由此，中性化的客观

世界的损毁可以被放大，可以不附

着价值观判断的内容，而将“救援

的人”和“被救的人”与环境的对比

反 差 做 到 极 致 。 虽 然 ，影 片 在 对

“救援的人”刻画充分，对“被救的

人”笔墨明显不足，但还是找到了

为灾难片“松绑”的策略，“不问马”

可以让影片对于灾难的呈现，可以

更 少 顾 忌 ，可 以 追 求 更 大 的 奇 观

性。进而，辅之于将部分受难主体

的国别设定为“外国”这一手段，一

方 面 表 现 了 救 援 的 职 业 性 和 国 际

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少去了对

“人祸”的过多牵扯。

其三，可谓“论崇高”。影片十

分 难 得 地 找 到 了 将 热 血 的 救 援 场

面、环境暴力和伤亡痛感升华出崇

高感的方法。个体的坚韧牺牲，不

恐惧与命运争夺生命，“最后一口

气就是勇气”是在环境的巨大压迫

中完成的，诸如飞机机头断裂沉入

海导致队员牺牲、从海底沉船和爆

炸 中 绝 境 重 生 的 段 落 产 生 了 一 种

超 越 了 类 限 度 的 带 着 疼 痛 的 恢 弘

气势，除了情节设置和细节呈现，

电 影 制 作 水 准 特 别 是 特 效 技 术 水

准为此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一

些 超 现 实 手 段 比 如 灵 魂 召 唤 的 运

用，对于这种崇高感的构建也很有

效。不过，让人还不够过瘾的地方

在于，激发这种崇高感的段落如果

“停留”更久一些、处理得更细致一

些那就更好了。

《紧急救援》的拍摄难度系数很

高 ，完 成 度 整 体 上 已 很 不 错 。 当

然，我们也应注意到，正是由于其

有 意 识 地 采 取 了 一 些 新 的 探 索 策

略，《紧急救援》也暴露了一些新主

流 大 片 发 展 中 的 新 问 题 。 比 较 突

出 的 就 是 隐 与 显 、表 与 里 的 问题：

当主流价值观传达已成为共识的时

候，价值观内在的层次性、丰富性，

与叙事视听的层次与节奏需要更细

密的联系；当影片的可读性需要更

多地诉诸于视听效果的时候，支撑

这种“表面张力”的“内在充盈”也还

要加强。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

二”，当硬核的动作场面大致有了一

个高下评判标准的时候，情感和人

文性内容的差异化和个性如何更好

呈现，并在“文武之间”完美匹配，这

些既是观众对新主流大片更大的期

待，也是中国电影由大到强的题中

之义。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

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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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林超贤执导的《紧急救援》面

世观众，一经推出便引起了较强的关

注。对当下华语电影来说，林超贤这个

名字注定不同凡响，他以《湄公河行

动》、《红海行动》等作品将“新主流大

片”这一华语电影新品牌推向了新高

度。经过林超贤等人的艺术实践后，

“新主流大片”形成了“主题层面家国话

语的深度和多元化表达、形式层面倚重

类型书写、制作层面以重工业模式为

主”的成熟的美学范式和产业模式，也

成为中国电影转变增长方式、提质增效

的重要类型。

《紧急救援》为“新主流大片”成熟

之后林超贤的新作，依然遵循了该类影

片的美学和产业路径，展现了林超贤对

该类影片的新探索；而该片的某种缺位

也引发了业界、学界对“新主流大片”今

后创作的反思。

延续与创新

“新主流大片”在主题层面承接“主

旋律”电影中对以家国话语为主的内地

主流价值观的表现，但突破了概念化的

宣扬。如《战狼2》、《建军大业》、《红海

行动》、《流浪地球》、《中国机长》等影片

中侧重展现了“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以

及“青春中国”的主题，对家国话语予以

深度和多元化诠释，使得“新主流大片”

在主题层面获得了深刻的思辨性和人

文性，提升了“主旋律”电影的美学品

质。

至《紧急救援》，影片主要表现中国

海上救援队应急反应特勤队队长高谦、

机长方宇凌和绞车手赵呈等带领队伍

进行四次救援的故事，展现他们用生命

对抗天灾人祸的壮举。影片对家国话

语的表达不言而喻，而且对家国话语的

表述，没有停留在表面和概念，而是尽

量延续对“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深刻

阐释。

如在影片中，观众看到了对生命的

敬畏，生命无国界，生命重于泰山，救援

高于一切。再如片中对主人公高谦的

塑造，不是刻意赋予他英雄主义的光

环，而是尽量展现他作为个体人的情感

状态和生命状态：首先是回归现实，在

现实中以父子亲情、兄弟友情、男女爱

情将高谦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展现；其

次，还表现他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如遭

遇队友赵呈在海上救援一架失事的国

外航班牺牲后，高谦心理有了阴影，甚

至暂时退出了救援队。影片中的这些

表现，都延续了“新主流大片”中对“以

人为本”主题的诠释。

类型书写是“新主流大片”宣扬家

国话语的重要形式，也是这类影片吸引

观众的重要方面。正是因为类型书写，

“新主流大片”才能有效地进行主流价

值观的传播。林超贤创作的一系列“新

主流大片”，尤为重视类型书写，动作类

型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枪战、爆炸等亚类

型，是他类型书写的首选。

林超贤更擅长于在类型书写时进

行创新，他的前两部“新主流大片”对战

争、枪战、爆炸等类型都进行较大的创

新书写，早已超越了之前“小巷追逐，街

头飙车，墙角枪战”之类的港式动作片

的类型营造，而是致力于重工业模式中

的超级景观营造。

正如林超贤所言，在这样的营造

中，拳脚、枪战等动作类型不仅仅是一

种外在的形式，而是化成了一种强大的

内在能量，推动着“新主流大片”对超级

景观和创新类型的营造。这样的类型

书写，不仅是对国产“主旋律”电影的重

大美学突破，也对整体国产主流商业片

的类型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紧急救援》中，依然延续着这样

孕育强大力量的类型书写。全片共设

置了四次救援，分别是海上钻井平台爆

炸后的救援、油罐车滚落峡谷河流中的

救援、国外客机遇险坠海后的救援以及

装有大量石油的货船在海上爆炸后的

救援。这四次救援中，影片主创都是将

主角置于绝境之中，为救援者设定在规

定时间内必须完成的极限任务。在这

样的绝境中，每一次救援者遭遇的都是

海陆空结合的复杂场景，片中对水下救

援、客机坠海、庞大的燃烧物、隔天蔽日

的滚滚浓烟和持续不断的大火的表现，

在以往相同类型的营造中都颇具新意。

缺位与反思

正是由于林超贤是“新主流大片”

的主要作者，是当下国产影片增效提质

的关键人物，因此需要对他的创作进行

更为全面的观察与思考。这样才能在

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好前行

的方向，提升可持续性；这也是对林超

贤本人的美学路线进行更好地分析和

把握，以利于今后的创作。

在《紧急救援》中，虽然一定程度上

延续了“新主流大片”中的人文深度和

对类型书写的创新，但却也透出了这类

影片在今后发展中的某种危机，需要引

起业界和学界的注意。

“新主流大片”对家国话语的深度

和多元化诠释，是其美学创新的重要方

面，林超贤的前两部影片的主题便体现

出了这样的深度诠释。

《湄公河行动》表现国家力量深入

异国抓获杀害我同胞的凶手，以告慰亡

灵；《红海行动》重点表现我海军特战队

队员去解救那一个深陷恐怖分子战俘

营的生命个体。这样的框架性设定，就

赋予了影片“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主

题，突破了以往某些“主旋律”电影中对

主流价值观进行的概念化和公式化表

述。

而到了《紧急救援》，这种深度诠释

虽然有所延续，但却未能进行深度推

进，反而有退步之趋势。其一，影片中

救援队所救助的人物都是群体性、符号

性的人物，而不似《红海行动》中那样的

生命个体。缺失了对生命个体的关注，

“以人为本”的深度诠释就得不到凸

显。其二，对主人公的塑造，虽然也尽

量将救援英雄还原成为普通人，表现高

谦一度的阴影，但整体上还是将他作为

一个超级英雄来塑造，特别是一看到海

上灾难的新闻便不顾要做手术的孩子

奋然前去救援。比起《湄公河行动》里

那个时刻在人性和警察职守之间撕裂

的中国特警，本片中对高谦的刻画，还

是显得概念了一些，“以人为本”的呈现

也因此而打了折扣，从而在人文性和思

辨性表现上未及前两部作品。

该片在具体的叙事层面存在的问

题，也是应当进行反思的另一个重要方

面。林超贤之前的两部“新主流大片”，

都有相对集中的叙事主线，作品分别围

绕“抓凶手诺康”、“救助同胞”的主线，

营造叙事张力，一步步推进，最终达到

戏剧高潮；整部作品显得节奏紧凑、戏

剧逻辑严谨，牢牢吸引观众。

《紧急救援》虽然设置了四场救援

戏，但彼此之间没有戏剧逻辑的勾连，

也因而形不成连贯的叙事节奏，叙事显

得散乱，观众也捕捉不到引发感动的戏

剧高潮。对四场救援的表现，也有诸多

问题。

首先，除了峡谷中救援卡车司机的

叙事进行了精心安排外，其他三场都是

以营造技术性的超级场面为主，可见的

都是大量的燃烧、爆炸、空难、直升机的

盘旋等场面，而故事本身则被淹没了。

因此，这一次次的救援，观众感受不到

情节的惊险曲折和故事的跌宕起伏，感

受到的只是似曾相识的技术场面。叙

事张力应当依靠故事的讲述来营造出

来的，而不是靠场面和技术来支撑的。

其次，在救援表现中，还出现了叙

事硬伤。比如，在那场空难救援中，队

长已经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机头也已经

沉入海底，但赵呈非要去救那个被卡住

的飞行员，且他最后可以和高谦一起逃

脱，却偏要待在机舱中死去。这样叙述

出来的牺牲，不大能感动观众。

《紧急救援》的文戏叙事也存在诸

多尚待提升之处。文戏太多且支撑不

起来是首要方面，因此有叙事坍塌之

感。如煽情戏有些生硬；小孩子憋着笑

念台词的戏很容易让人出戏；多次出现

赵呈与女友的戏，给人以陈旧、老套之

感。另外对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表现也

不到位，显得有些硬塞。如对两人之间

的情感并未进行实质性表现，即让高谦

的孩子问女主角愿不愿意当自己的妈

妈；这样缺乏铺垫、直奔主题的生硬表

现，破坏了全片的叙事。

《紧急救援》的成就与缺位表明，在

中国电影的新发展、新诉求中，对“新主

流大片”今后的创作，业界、学界依然需

要不断的进行反思和探索，其中如何处

理技术和美学的关系尤为重要。无论

如何，技术只是创作者实现美学诉求的

路径之一而非全部。不顾主题提升和

正常叙事，一味进行超级类型营造，不

能成为“新主流大片”的创作趋势，这也

适用于整体中国电影的发展。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

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